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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有关欺凌行为的类型与形成及因应策略方面的

重要性，笔者曾在相关的研究中［1 ］，依据美国“国家

中学校长联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Principals ）所提供的数据指出：一是欺凌行为最常

来自于一般的社会暴力行为，大约有 15%~30%的学

生曾经是欺凌者或是受害者。二是在 1994 年到

1999 年之间，有 253 人死于学校暴力事件，有 51 种

不同的死因，欺凌时常是与学生死因有关的因素。三

是直接的肢体欺凌正在小学校园里增加，在初中阶

段达到高峰，而在高中校园内下降。但是，在另一方

面，言语欺凌却是一直持续增加。根据美国法院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的报告，新进的学

生比起老生更喜欢欺凌同学。四是有超过三分之二

的同学相信，学校无法有效制止欺凌事件的发生，有

更高比率的学生相信大人的帮助是没有效率也没有

效果的；5.25%的教师觉得欺凌没什么或根本不理会

它，只有 4%的教师会持续去调查欺凌事件的起因。
此外，Tom V. Savage 与 Marsha K. Savage［2 ］

指出，美国教育联盟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

tion） 在 2003 年已经将欺凌事件作为学校主要关心

的议题。同时，也有研究结果显示 70%的教师相信他

们已经处理了所有欺凌事件，但是却只有 25%的学

生认同这样的看法。这显示出教师们对于欺凌这件

事情与学生的看法是有很大出入的，并且，师生之间

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沟通问题。
从上述之研究得知，对于欺凌行为一般的因应

策略，即消极地不去理会，或是不上学，或一再容忍，

会导致欺凌行为不断地重复上演。

二、何为欺凌行为

欺凌行为，一般指的是蓄意且具伤害的行为，是

持续重复出现在固定孩子身上的一种欺凌现象。有

关欺凌行为的意涵，详加说明如下：

1. 欺凌行为的定义

一般的欺凌行为定义，主要包括下列重要的意

义：第一，欺凌行为是有意的、长期的、反复的；第二，

欺凌行为的背后是在口头、感情、生理或是心理上让

其他同学不舒服；第三，欺凌行为的特点是受欺凌者

被欺凌者故意暴露出来，被拒绝融入友谊中，不能防

卫自己；第四，欺凌行为的模式是要施加伤害、欺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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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攻击等行为在他人身上。
因此，欺凌行为是一种刻意地暴露出某固定的

学生，让他长期地、一再地在口头、财物、感情、生理

和心理上被其他同学拒绝，意图伤害他而造成其直

接或间接的人际关系疏离的行为。
2. 欺凌行为的意涵

一般欺凌行为的意涵，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

（1）欺凌行为的迷思与误解

Olweus［3 ］指出有关欺凌行为的迷思，认为：欺

凌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男孩终究是男孩———欺凌只

是他们的发泄罢了；欺凌是发生在所有的学校，没有

什么好忧虑的；棍棒与石头可能打伤你的骨头，但是

言语是从不会伤害到你；欺凌对我而言从不曾造成

伤害；欺凌会使你更勇敢／让你知道生活是什么，只

是如此而已。
因此，欺凌的行为极容易被教师与家长误解，认

为只是校园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于人际相处无

害，甚至认为受害者是“自找的”；同时，也认为这样

的行为只会在低学业成就的学生身上发生，发生的

地点只和学校相关；只要没有肢体上的伤害，就不算

欺凌等等。这些误解与迷失，必须要借由教师与家长

正确地传达欺凌行为的知识并改变对于欺凌行为的

看法，才能被消解，从而建立正确的反欺凌观念。
（2）欺凌行为的内容

Meyer 和 Elizabeth［4］认为，使用“欺凌”这个词

时，必须包含下列之一的行为：真实的或被威胁的暴

力；钱、财、物被勒索或强夺、或被偷；强制一个孩子

去做一些他们不做或不想做的事；一个孩子在友谊

团体中被忽视和被要求闭嘴；被嘲弄与被羞辱；老是

对不同的孩子责骂；取绰号或贴标签；传递攻击性的

讯息；散播不实的谣言与耳语；传送侮辱性的电子

邮件。
欺凌行为的内容虽然包罗万象，但其中有几个

共同的特点：一是受害者是固定、孤独的，易被标签

化；二是大欺小、强欺弱的权力关系；三是口语、肢
体、关系、性取向上作为欺凌的主要内容；四是引起

受害者的反击，但在反击时仍会成为受害者。
（3）欺凌行为的区辨

欺凌与冲突、骚扰、威胁、恐吓之区辨，有助于了

解校园欺凌的意涵与形成原因，进而针对校园欺凌

拟定有效的策略。
笔者认为区辨欺凌行为的关键在于［1 ］：其一，

戏闹或游戏的角色是否可以互换，且当其中一方因

不舒服而要求停止时，是否得到停止；其二，当事人

是否自愿参与其中，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有

自由与弹性，个人的主体性与尊严是否被尊重。

三、欺凌行为的类型与相关因素

欺凌行为的方式一般由肢体欺凌慢慢发展成语

言或社会控制的欺凌方式。随着教师及家长对肢体

欺凌的制止，年龄越大的儿童使用的欺凌方式转向

于言语伤害或同伴对受欺凌者的关系疏离。有关欺

凌行为的类型与相关因素，详加说明如下：

1. 欺凌行为的类型

欺凌行为本身即是一种伤害性的行为。对于各

种欺凌行为的类型，可以有以下的分类：

一是关系欺凌，它主要是操弄人际关系，与语言

欺凌经常一起发生。两者是属于欺凌发生刚开始阶段。
二是言语欺凌，虽然肉眼看不到伤口，但它所造

成的心理伤害，有时比肢体伤害更严重。此行为通常

伴随着关系欺凌。
三是肢体欺凌，它是临床上最容易辨认的一种

形态，是教育工作者最常关注的一种形态。
四是性别欺凌，它是指受害儿童被他人用与性有

关的有害语言、行为或影像等实施的侵犯。
五是反击型欺凌，它主要是指受欺凌者因长期受

到欺凌而给予反击的形态。如美国发生的多起校园

枪杀事件，即属此类。
六是网络欺凌，上述所属的欺凌行为皆可使用“网

络”来执行。此方式不受任何限制，可能导致的伤害

更大，影响更远。例如，有女影星因为被网络欺凌，受

不了折磨而轻生，这种类型就是属于网络欺凌。
2. 欺凌行为之形成因素

（1）学生个人因素

笔者在相关的研究中指出学生成为欺凌者的因

素主要有：学业上的挫折感；学生有欺凌行为的责任

主要是大人不够关心孩子，以致于孩子认为只有一种

方式可以在欺凌环境中生存，就是倾向有暴力的行

为；没有楷模可作为典范；在家庭中受到暴力对待；

家庭对孩子漠不关心；孩子结交不好的朋友；人格及

品性失常［1］。
欺凌行为形成因素中的个人因素，主要包含下

列要项：欺凌者因欺凌行为受到欢迎，而增强其欺

凌行为的意图；欺凌者因欺凌行为享受到支配权

力；欺凌者在各种环境下都处于心理负向的状态；

欺凌者对于受害者产生妒忌的心态；受害者的人格

特质有“负面支配性”、能力弱势等特点。
（2）家庭因素

依据笔者的研究，欺凌行为形成的家庭因素主

要包含下列要项：一是父母忽视管教或态度冷漠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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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易导致孩童没有同理心，容易造成孩童在学

校欺凌他人与被欺凌的情况；而父母的管教开明且

权威，则孩童比较不易在学校欺凌他人或被欺凌。二

是家庭从事特种行业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也容易

受到欺凌［1］。
（3）学校因素

Sharp［5］认为，文化因素很容易让这些学生成为

被欺凌的目标。不同种族的文化很容易造成一些负

面的印象，致使这些孩子无法被融入友谊之中，进而

在不友善的校园中成为欺凌行为的受害者。除此之

外，她还提到一个现象：“就算这些孩子在学校的成

绩很优秀，但是，到了公共的场所，例如等待校车时，

他们还是很容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笔者认为欺凌行为形成因素中的学校因素主要

包含下列要项：一是学校的不友善氛围会导致校园

欺凌事件的增加；二是教师管教方式的冷漠，会使欺

凌事件的发生率较高；三是受害者的沉默忍耐，无法

有效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1］。
（4）社会因素

邱珍琬［6 ］指出，大环境及社会本身对于性别角

色的要求，鼓励竞争比较，加上媒体传播之力，这些

都是欺凌行为易发生的社会环境。“以暴制暴”是社

会环境的结果，“观察模仿”也是社会环境的力量。
Sharp［5］提到媒体的影响力，认为：“谁能忘记那

些在电视传媒中，对学校新生那种恐怖的虐待方

式？”这些孩子在进入学校时，就已经成为被嘲笑、被
攻击的受害者。

综上所述，欺凌行为形成因素中的社会因素主

要包含下列两项：一是传递暴力行为的社会风气，容

易产生校园欺凌事件；二是社会氛围对于性别的不

友善，强调以暴制暴，容易产生校园欺凌事件。
因此，在欺凌行为的形成因素上，学生本身无论

是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只要处在不友善的环境中，

就容易产生欺凌行为。在家庭因素上，父母的管教方

式与学生欺凌行为有高度相关。因此，家长在管教

上，应保持处罚上的一致性，并对孩子适时关心，才

不易产生欺凌与被欺凌事件的发生。在学校因素上，

教师的管教要赏罚分明，并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在

社会因素上，应减少暴力影片的播放与传播，以避免

模仿行为发生。
3. 欺凌行为之相关因素

（1）性别因素

在欺凌行为相关因素中，性别的因素主要包括

下列要项：其一，就男女性别而言，男学生受到欺凌

的情形比女学生多；其二，男学生多涉及肢体欺凌，

女学生多涉及语言及关系欺凌；其三，教师的刻板性

格印象会影响到学生的行为表现，而导致欺凌事件

的发生。
（2）年级因素

有关年级因素影响欺凌行为，相关的研究结论

并无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在欺凌行为相关因素中，

年级的因素主要包括下列要项：第一，一般而言，肢

体攻击行为高年级多于低年级；第二，在初中，肢体

欺凌以初中二年级发生率较高；第三，年级的差异

会影响到欺凌行为的类型及发生率。
（3）学业成绩因素

笔者认为学生学业成绩佳而受到同学欢迎，是

建立在他们的能力可以成为控制人的权力基础上

的。本质上来说，他们的高权力是来自可支配他人。
杨宜学的研究结果［7 ］指出，男生、低学业成就及低

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受到网络欺凌的程度高于女

生、高学业成就及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
在欺凌行为相关因素中，学业成绩的因素主要

包括下列要项：一是无论成绩的好坏高低，皆可能产

生欺凌行为；二是学业成绩佳的欺凌者，其权力的掌

控是能力的展现之一；三是学业成绩不佳的受害者，

遭受到各种类型欺凌行为的比率较高。

四、欺凌行为之影响

欺凌行为是在群体中所形成的暴力行为。参与

者包含执行欺凌行为之欺凌者、欺凌行为之受害者、
处于欺凌行为当中却非欺凌者也非受害者的旁观

者。这三种角色的并存，才能产生了一个完整的欺凌

行为，也才能够在校园内上演欺凌。
欺凌行为的相互关系是指欺凌者、受害者、旁观

者三者之间的行为。欺凌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存在着权力、人际

关系的不均现象。
1. 欺凌者及其影响

校园欺凌者有几个特点：强壮、自信且冲动；与

受害者同龄或稍长；对任何人都具攻击性，包括同

学、家长、老师和兄弟姐妹；出身于充满敌意、忽视孩

子的家庭；父亲有攻击倾向或十分冷漠；身边都是同

类朋友；亳不同情受害者；为了刺激、权势和控制欲

而欺负别人。
欺凌者本身有以下的特质：心态较坚强、无同情

心、以伤害他人为乐；滥用权力、掌控他人、支配他

人欲望较强；个性具攻击性、充满敌意、冲动、报复

性高。
欺凌者受到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要项：一是儿

校园欺凌行为的类型与形成及因应策略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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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时期对于欺凌行为未加控制，成人后易发生刑事

案件；二是学习时期对于欺凌行为未加控制，进入社

会后易使用相同手法来与人相处；三是短期影响会

更有权力与势力，长期影响则是出现反社会行为。
2. 受害者及其影响

邱珍琬［6 ］认为受害者除在体格上较为瘦弱外，

也表现为孤单、安静、少朋友、较神经质、较不会为自

己出气、看法较悲观等心理特质。笔者认为受害者的

特质有：性格上倾向于敏感、退缩、谨慎；缺乏果断

力；社交能力较差；低自尊；男性相较于同学较弱或

个头较小；女性在生理外表上较无法吸引同学；害

羞，朋友较少；与大人的关系较同学好；有些不同于

常人的问题，如学习能力差、种族歧视、性取向和生

理上的问题等；有过度保护自己的父母亲。
综上所述，欺凌受害者本身包括以下特质：受害

者的外表上较为弱势、性格上较神经质、安静、悲观；

低自尊、有过度保护自己的家庭；不预期的失常态

度、缺课、对学校活动参与度低。
此外，研究发现欺凌受害者受到的长期影响包

括：低学业成就表现、缺课、药物与酒精滥用和自杀

行为的发生，都与在学校场域中被欺凌有关［5 ］。具

体表现为：身体的伤害；辍学；翘家；有人因此讨厌家

人；怪罪同学没有出手帮忙而讨厌同学；觉得自己很

差劲；消极地任人欺凌。

五、不同欺凌类型行为之因应策略

欺凌行为存在于校园之际的当下，就应有相对

应的策略来因应。学校的所有成员，无论是行政管理

人员、班主任及教师、学生，包括欺凌者、旁观者、受
害者等，都应为友善校园尽一份心力。

1. 关系欺凌之因应策略

笔者在研究中指出，受到同学欢迎，学业成绩良

好，有高自尊，在团体中是领导者的欺凌者，较常使

用关系欺凌［1］。女性较为喜欢使用这样的欺凌方式，

因为它不容易被教师发现。这样的欺凌方式主要是

耳语和社会关系的孤立。就是因为如此，在研究报告

中都显示女性被欺凌次数比男性要来得少。因此，关

系欺凌之应因策略主要是班主任应该去真正了解学

生在班级内是否有被其他同学孤立的现象。
2. 言语欺凌之因应策略

言语欺凌是最常发生的欺凌行为，但是，班主任

却是最少回应的。因此，当班主任发现学生无论是开

玩笑或是故意采用不当语言来嘲笑他人时，应立即

制止，并建立言语规范的界限；宁可严肃去看待学

生之间的不合宜玩笑，也不要因为长期放任学生使

用嘲笑的言语而给予学生形成言语欺凌的机会。
3. 肢体欺凌之因应策略

有些受害者会认为自己是做错事情，所以才会

被欺凌。而有这样的想法的受害者更易被一再欺凌，

如果没有被欺凌，反而会认为自己在班上不受欢迎。
这样的受害者，在停止欺凌后甚至开始有自我伤害

的念头。当班主任面对这样的受害者时，处理的焦点

应放置在改变受害者的想法上，告诉受害人任何人

都不应使用欺凌的方法来处罚另一个人。
因此，肢体欺凌之因应策略主要是不该出现在

班级上的行为举止，班主任皆应立即制止。打闹与开

玩笑，甚至冲突等行为，都不应在教室内发生。一旦

发生，班主任应给予公平而一致性的处理。赏罚分明

的班主任，是有效制止肢体欺凌的主体。
4. 性欺凌之因应策略

性欺凌的具体行为包括：性或身体部位的不雅

玩笑、嘲笑或评论；性取向或性行为的嘲笑；散播或

传递有关性的不实纸条或谣言；侵犯身体的动作。因

此，在性／性别欺凌之应因策略上，无论是在言语或

肢体上，班主任都应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模范，不应

使用相关性与性别不平等之言语来教学，也不应针

对学生之性别而使用不对等的教学策略，以避免形

成潜在不平等的教学氛围。
5. 反击型欺凌之因应策略

班主任由于漠视受害者在学校所受到的欺凌，

致使受害者感到无力感，因而做出极端而无法挽救

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从一般的威胁发展到校园枪

击事件。这些犯案者，都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
因此，反击型欺凌之因应策略，需要班主任平时

多关心学生，用心去观察学生一定可以有效预防欺

凌行为的发生。学生们之间的打闹或许不容易区辨，

但是，班主任若能采取宁可立即制止打闹行为，也不

让打闹行为演变成欺凌行为的做法，势必可以有效

阻断欺凌行为的发生。
6. 网络欺凌之因应策略

网络欺凌之所以非常难以控制与预防是因为它

通常是发生在学校及教室之外，而且多数使用网络

欺凌的欺凌者自认为不会被抓。因此，这样的欺凌对

于学校教育者而言，是很棘手的问题。
笔者在相关的研究中曾提出反网络欺凌的做

法：一是在课程教学中就应教导学生使用网络时应

遵守的规范；二是建立反网络欺凌的班级气氛，例如

禁止散播谣言及不雅图片或影片；三是学校应鼓励

学生举报网络欺凌者，应掌控学生在学校电脑中传

输的内容；四是教师应警示学生网络欺凌是直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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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欺凌之一，使用网络欺凌就是违法行为；五是明

确定义网络欺凌并告知可能的伤害；六是学校领导者

应鼓励教师与家长一起执行反网络欺凌的政策［1］。
网络欺凌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涉及所

有的欺凌行为，同时，它发生的地点不只是在学校教

室里，它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所以并不容易控制。
多数学生认为它不容易被抓到，就算被抓到也没有

证据证明这样做有任何的伤害。但是，网络欺凌的伤

害绝对不是学生天真好玩的游戏，它也不亚于任何

一种形式的欺凌。

六、学校在行政与文化上之因应策略

学校的反欺凌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多数的

欺凌事件是发生在班级之外。学校的反欺凌政策建

议如下：第一，建立反欺凌的环境与氛围，校园欺凌

事件是不可接受的；第二，所有相关人员都必须接受

反欺凌的教育训练；第三，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欺凌；

第四，清楚地定义并规定反欺凌政策，让全体师生皆

可清楚理解；第五，让父母亲清楚知道学校反欺凌的

政策，让学生明白实施欺凌行为的后果是什么；第

六，让所有的家长及师生都必须知道欺凌后果的严

重性。
综上所论，学校行政组织必须建立反欺凌的条

约并赏罚分明，以形成学校反欺凌的文化。行政人员

必须帮助教师去区辨欺凌与玩闹之间的不同，甚至

帮助教师去搜集相关资料，作为教师教学上的反欺

凌教材。有效的反欺凌政策是师生需要时间去了解

和接受的，行政人员应给予教师与学生在反欺凌上

的支持与帮助，让整个学校借由学生与教师在教学

上的集体合作，形成公平而又安全的学校环境。

七、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上之因应策略

在班级管理中，笔者曾提出班主任的反欺凌策

略明细：建立彼此尊重的班级气氛；鼓励学生遵守反

欺凌的班规；在课堂中随时随地尊重他人；建立学生

反欺凌的决心；在课程内设计反欺凌教案；在角色扮

演、创意写作、合作学习中把焦点放置在同理心与同

学关系的建立上；反欺凌及网络欺凌的政策请家长

协助；学校应明定欺凌之定义及无法接受的范围；反

欺凌政策中应对新同学友善欢迎并提供相关的咨询

途径与手册；对欺凌者与受害者提供一对一的协助

与辅导；对受害者提供人际关系的建立技巧；全体成

员随时对反欺凌提供建议；教师应教导学生如何面

对欺凌事件［1］。
Ben Whitney［8］认为：资深的教师应有能力观察

到学生非意外性的受伤或是表现出的沮丧；在处理

事件上，不要一次问受害者太多问题，友善地给予支

持，必要时交付专业人员辅导；在关怀上要小心谨

慎，避免受到误解，并总是保持最大的关心；任何不

适合的碰触，对孩子而言都有可能是一种欺凌，类似

这样的行为都可能构成一种犯罪；教师勿处罚孩子，

必要时交给专业人员处理；观察到的任何状况，都应

与专业人员沟通分享，以确定事实；告诉家长，与家

长一起关心。
笔者认为旁观者是有义务及责任去预防及制止

欺凌事件的发生。在处理欺凌事件上，不要把重心放

在欺凌者向受害者道歉上，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效

果，反而很容易在教师不在现场时，让受害者再次被

欺凌者伤害。
综上所述，班主任在课程与教学的设计上，应

包含社交技巧的训练，如角色扮演、创意写作、班

级开会等。这些课程设计主要是帮助学生确立新

的态度并建构班级人际关怀的气氛。因为，同学关

系的好坏才是反欺凌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而旁

观者是否参与，更是反欺凌能否成功的核心。班主

任在班级管理上，应该建立友善的班级气氛，使学

生彼此之间合作与和平相处。一旦有任何学生超

越此界限，就应给予立即有效的制止，这样才不会

姑息养奸、养虎为患。

八、结 论

在处理欺凌事件上，预防胜于治疗。许多学生并

不清楚何谓欺凌，大部分的学生都以为只有被打或

是有受伤害，才称之为欺凌。但是，事实上，欺凌不只

是肢体欺凌。班主任应教导学生认清各种欺凌之形态

与内容，而非把预防欺凌或是制止欺凌行为的重责大

任，加在自己或是所有教育者及行政人员身上。
学生之间的玩笑在无法分辨时，应适时制止，避

免擦枪走火，防止演变成言语欺凌或其他形式的欺

凌行为。对于欺凌者，应确立惩罚机制；对于旁观者，

鼓励其正义感，对观看欺凌行为而未通报者，应连带

受处分。真正行为不当的是欺凌者而非受害者，因

此，对于受害者的保护需要有专业而有效的策略，避

免受害者再次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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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ypes，Formation of the Bullying on Campus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LIN Chin-Tsai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Wuhan，Hubei 430205，China）

Abstract：Recently the bullying on campus has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and has been severe and outrageous. Re-
lated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bullying might be the omen of violence. It is not only an invisible fear and pressure for stu-
dents and educators but endangers the campus safety. If we ignore it，or solve the issue passively，or tolerate it again and
again，the campus bullying will constantly repeat itself. This paper first aims at illustrating the implication，behavior types，
relevant factors and influence of the bullying，and then explains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bullying types in campus
administration and culture. In addition，it also guides the class teachers to think about how to prevent the campus bullying，

how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bullying and how to use the coping strategies to manage their classes.
Key words：bullying；the type of bullying；cop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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